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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
教办社语〔2021〕210 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
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申报工作的

通 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为充分发挥我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，更

好地为党委、政府决策服务，现启动 2022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

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申报工作，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立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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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两个一百年”历史交汇点，紧紧围绕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、

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、人民群众重大关切，体现鲜明的时代特

征、问题导向和创新意识，增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决策影响力、

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。

二、选题要求

本次项目申报设选题指南（见附件）。应用研究重大项目要

聚焦国家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、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

大理论与实践问题，力求具有现实性、针对性和较强的决策参考

价值。各课题组既可以按照选题指南原题申报，也可以主动与省

直各相关单位和产业部门联系沟通，征求意见建议，以现实问题

为切入点，凝练方向，自拟题目。自拟题目要注意理论和实践紧

密结合，凸显战略性、实证性，并且有学理支撑。

三、申报限额

双一流高校每校不超过 10 项，省特色骨干大学及特色骨干

学科建设高校每校不超过 5 项，其它本科高校每校不超过 2 项，

高职高专每校不超过 1 项。

四、申报条件

应用研究重大项目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。首席专家应具有良

好的政治素质、严谨的学术作风、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创新性学术

思想，并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主持完成过国家社科基金项

目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高等学校科研教学一线全职



— 3 —

工作人员。

2.申请人对所申报课题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和相关科研成

果。课题组在相关领域应具有较雄厚的研究实力和实践经验，有

相应合理的学术梯队，提倡并鼓励吸收实际工作部门的人员参加

课题组。

3.在研的各类省部级及以上项目、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

大项目的负责人，不得参与申报。

五、项目经费

每个项目资助研究经费 8 万元，首批拨付 6 万元，研究期满

达到结项要求的，拨付剩余经费。

六、结项要求

项目研究周期为 2-3 年，结项时应同时达到以下要求：

1.正式出版学术著作 1 部及以上，或在SSCI、A＆HCI、CSSCI

来源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 篇及以上（项目负责人至少发表

1 篇）。

2.成果推广及应用。撰写有研究报告（需地厅级以上党政领

导机关或厅级及以上领导批示）或在《资政参考》、《成果要报》

等内刊发表或主要媒体刊发推介专刊、组织召开成果发布会等。

结项成果须标注“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

项目”字样。研究期满达不到结项要求者，可延期 1 年并申请二

次鉴定。延期 1 年后仍不符合结项要求的予以通报，并作撤销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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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项目首席专家三年内不得申报省教育厅各类项目。

七、申报流程

此次申报工作使用“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”

完成电子数据的采集和报送，不接收纸质材料。

1.申报系统将于 2021 年 8 月 3 日开通，届时申请人可以登陆

河 南 省 高 校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信 息 网

（http://sk.haedu.gov.cn/）进行申报。

2.申报人员自行登录系统注册个人信息，在线填写《河南省

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申报书》，并将相关证

明材料的复印件加盖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公章后，扫描形成一个

PDF 文档，上传至系统。（论文上传封面、目录、正文首页的扫

描件，著作上传封面、版权页、目录页的扫描件）

3.申报单位须在 8 月 30 日之前完成在线审核确认。

八、申报要求

1.本次申报以学校为单位统一组织，不受理个人申报，逾期

和不符合条件的申报材料不予受理。

2.各单位根据分配的申报名额对申请者资格和申报课题进行

遴选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在线提交到省教育厅。

3.各高校科研管理部门应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加强对

本单位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。并对本校申报材料真实性、原创性

负责，严格审核证明材料（包括申报书中填报的论文、专著、项

目、奖项、相关学术荣誉等原件），凡提供虚假材料和虚假证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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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反学术规范者，将取消申报人的申报资格，且三年内不得申报

省教育厅各类项目。

联 系 人：南大伟 张 娇

联系电话：0371-69691655

附件：2022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

项目选题指南

2021 年 7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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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2022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
究

重大项目选题指南

1.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

深度释读

2.从“七普”看如何把河南人口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

势研究

3.河南打造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枢纽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

链接研究

4.河南发挥多区叠加优势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研究

5.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路径研究

6.河南“四个强省”建设与“四路协同”协同发展研究

7.河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

8.河南促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

9.河南深度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研究

10.河南加快构建现代化城镇体系的路径研究

11.河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机制研究

12.河南加快国家创新高地建设研究

13.河南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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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推进河南产业链、供应链、创新链、要素链、制度链深度

耦合研究

15.河南新兴产业跨越发展的重点、难点与突破点

16.数字赋能河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

17.河南营商环境现状分析及优化研究

18.河南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研究

19.河南建设数字经济新高地的思路与对策

20.新发展格局下河南建设开放强省的路径与对策研究

21.河南强化都市圈引领作用研究

22.河南打造千亿级鲲鹏计算产业集群研究

23.河南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的体系研究

24.河南建设全国重要供应链中心的路径与对策研究

25.“十四五”时期河南流通领域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

26.河南构建现代流通体系的重点和路径研究

27.河南农业农村发展优势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研究

28.河南省农产业供应链模式及优化路径研究

29.河南做大做强文旅融合产业的路径和对策研究

30.“十四五”时期河南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研究

31.河南打造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创新区的路径研究

32.河南建设黄河文化旅游带的路径研究

33.黄河文化与中原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协同研究

34.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推进河南美丽乡村建设的路径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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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.用好红色资源，推进我省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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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1 年 7 月 30 日印发


